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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省大地构造演化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在不同的尺度上提出了不同的大地构造单

元划分方案，其中仍存在诸多争议。本文结合近 ３０ 年来四川省特别是造山带地区开展的蛇绿岩和洋板块地层等调

查和研究成果，以李廷栋所提出的洋板块地质学理念为指导思想，以区域主构造事件形成的优势大地构造相的时空

结构组合和存在状态为基本原则，划分出秦 －祁 －昆造山系、勉县 －略阳对接带、北羌塘 －三江造山系以及扬子克

拉通 ４ 个一级构造单元，包括 １１ 个二级构造单元和 ２４ 个三级构造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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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部，地跨青藏高原、云贵

高原、横断山脉、秦巴山脉、四川盆地等，地势总体

西高东低，地形错综多样，地质构造经历了漫长而

复杂的演化发展，为各类矿产的形成和富集构成良

好条件，因此一直被中外地质学者所瞩目。在不同

的地史阶段，四川受到特提斯 －喜马拉雅、滨太平
洋与古亚洲 ３ 个大地构造域的制约和影响。以北
川—映秀—康定—小金河一线为界，四川东、西部

地质构造分野明显，具有不同性质的大地构造属性。

大地构造单元划分是大地构造研究成果的表

达形式之一，构造单元既反映了地壳物质组构上大

地构造环境（或大地构造相）的时空属性，又具有不

同构造阶段的时空层次属性（潘桂棠等，２００９）。划
分特定构造阶段不同大地构造环境下形成的不同

尺度、不同岩石构造组合的构造单元，可以揭示在

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中形成于不同部位和不同深

度的构造单元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展现构成现今所

见地壳表层的物质组成、时空组合，以利于成矿地

质背景、成矿地质条件和资源预测勘查研究和评价。

１　 四川省大地构造研究历史
四川省大地构造研究始于上世纪 ２０ 年代，迄今

已有近 １００ 年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引发了
广泛的关注。涉及四川省大地构造单元划分，不同

时期、不同学派，基于不同的构造观点，在不同的尺

度上提出了不同的划分方案。其中，以多旋回槽台

观（黄汲清，１９６０；黄汲清等，１９６２，１９７７）、历史大地
构造观（王鸿祯，１９８１，１９８２；王鸿祯和莫宣学，
１９９６）、板块构造观（李春昱等，１９９０，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新槽台观（任纪舜等，１９８０，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大地构造
相（潘桂棠等，２０１３，２０１７）等为代表的大地构造单
元划分及其构造演化的研究，对四川省大地构造单

元划分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上世纪 ６０ 年代初，成都地质学院、中国科学院
四川分院地质研究所、四川省地质局石油普查大队

共同编制了《１∶ １００ 万四川省大地构造图》及其说明
书，并根据地质发展特点及构造形态，将四川省大

地构造单元划分为地台区和地槽区两大类（成都地

质学院等，１９６０）。地台区包括四川台向斜、川湘台
向斜、江南台背斜、黔桂台向斜、川滇台向斜、康滇

台背斜、大巴山过渡带，地槽区包括龙门山褶皱带、

南秦岭槽背斜、阿坝甘孜褶皱带等二级构造单元，

在这些二级构造单元下又分三级构造单元。这也

是四川省最早的系统性大地构造研究成果，为进一

步认识四川省大地构造基本特征及演化过程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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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年代，四川省地质局地质矿产科学研究所赵
友年等应用传统的槽台学说并吸收板块构造理论，

编制了《四川省大地构造若干基本问题（四川省大

地构造图简要说明书）》，划分出扬子准地台、松潘

－甘孜地槽褶皱系、三江地槽褶皱系及秦岭地槽褶
皱系 ４ 个一级构造单元，包括康滇地轴、摩天岭台
隆、四川台拗在内的共 １２ 个二级构造单元；建立了
四川省元古代沟弧盆体系与扬子准地台基底的形

成、古生代扬子准地台边缘解体与冒地槽的兴起、

二叠—三叠纪弧后扩张和反向俯冲及岛弧的形成

与发展、印支运动以来的“薄壳碰撞”及四川盆地的

形成四个阶段的大地构造演化模式（赵友年等，

１９８４）。该构造演化模式揭示出元古代扬子以西存
在一个沟弧盆体系，这一认识对现今探讨元古代时

期扬子周缘的构造属性及演化特征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指导意义。

９０ 年代，由张云湘任顾问、郝子文任主编的《四
川省区域地质志》以黄汲清的多旋回槽台观为指导

思想，划分出扬子准地台、秦岭地槽褶皱系、松潘 －
甘孜地槽褶皱系和三江地槽褶皱系 ４ 个一级构造单
元，共 １１ 个二级构造单元、２９ 个三级构造单元及 ４６
个四级构造单元；并将四川省地质发展史划分为太

古代—晚元古代早期扬子地台基底形成、震旦纪—

三叠纪槽台分野、侏罗纪—第四纪陆内改造 ３ 个演
化阶段（四川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９１）。这一构造单元
划分方案迄今仍广泛使用，对我省地质构造调查和

研究影响深远。

２００７ 年开始，在“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
工作开展的背景下，“四川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先

后开展了典型示范试点、全省 １∶ ５０ 万和 １∶ ２５ 万分
幅的区域性基础地质研究与编图等多项工作，张建

东等（２０１５）编制出版了《四川省大地构造相图（１ ∶
５０ 万）》与《四川省地质构造与成矿》，按大地构造
相划分出一级单元（相系）３ 个、二级单元（大相）９
个、三级单元（相）２６ 个、四级单元（亚相）１１５ 个，并
对本省成矿地质构造的空间组合、历史、演化、物质

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总结。

２　 四川省大地构造单元划分的基本
原则

　 　 近年来，中外地质学家对许多地区的蛇绿岩和
洋板块地层（ＯＰＳ）类型、岩石组合、地球化学特征及

其形成的构造背景的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总结（张克

信等，２００３，２０１８），对深化造山系的认识和发展板
块构造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基于“大洋板块与

大陆板块一样，同样发育沉积岩、岩浆岩、变质岩等

建造组合和各种构造形迹”的认识，李廷栋院士提

出在中国区域地质志编纂过程中，通过相关资料的

综合集成，把洋板块地层系统发展成为洋板块地质

学的研究，以期达到地质科学理论创新的宏愿（李

廷栋等，２０１９）。
本次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和研究，是以李廷栋院

士提出的洋板块地质理念为指导，综合洋陆转换多

岛弧盆系构造、洋板块地层（ＯＰＳ）和造山带地质等
国际地学前沿学术理论研究成果，以特定区域主构

造事件形成的优势大地构造相的时空结构组合为

划分构造单元的基本原则。

四川省大地构造时空组合及物质组成东、西差

异明显。西部主要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多岛弧盆

系转化而成的造山系；而东部克拉通具有长期复杂

的演化过程，具前南华纪基底和南华纪以来的稳定

沉积盖层，中生代以来受深部软流层上涌发生岩石

圈拆沉去根化作用，引发地壳伸展形成叠加造山裂

谷构造系统。此外，最北端降扎、大巴山一带由于

持续受华北地块自北向南的挤压作用，使得早期在

秦岭地区所形成的大洋地壳及过渡地壳发生构造

变形并形成巨型的褶皱带，并在中生代完成大陆拼

接，称为对接消减带（对接带）。

基于上述特征，本次以《中国大地构造》的中国

大地构造划分方案（潘桂棠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７）为基础，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在四川省划分出北部的秦 －祁
－昆造山系（Ⅰ）和勉县 －略阳对接带（Ⅱ）、西部北
羌塘 －三江造山系（Ⅲ）和东部扬子克拉通（Ⅳ）４
个一级构造单元（相系）。二级构造单元依据本省

大地构造相中大相的划分，在造山系中划分出结合

带、弧盆系、地块，克拉通中划分出陆块和（古）结合

带等。三级构造单元（相）以优势大地构造环境类

型作为其构造属性，划分出蛇绿混杂岩、俯冲增生

杂岩、岛弧、弧后盆地、基底杂岩、被动陆缘、陆内盆

地等。四级构造单元在具可划分性和图面可表达

的基础上，依据三级构造单元中的沉积建造、岩浆

活动、变质作用、（叠加）构造变形特征等综合因素，

进行划分。

各级大地构造单元的命名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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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四川省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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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秦 －祁 －昆造山系

Ⅰ１西倾山 －南秦岭地块

Ⅰ１ １降扎被动陆缘（ＺＰ）

Ⅰ１ ２北大巴山被动陆缘（ＺＴ２）

Ⅱ勉县 －略阳对接带

Ⅱ１塔藏蛇绿混杂岩带

Ⅲ北羌塘 －三江造山系

Ⅲ１摩天岭地块

Ⅲ１ １黄龙 －白马被动陆缘（ＤＴ）

Ⅲ１ ２碧口蛇绿混杂岩带（Ｐｔ２３）

Ⅲ１ ３平武被动陆缘（Ｓ）

Ⅲ２巴颜喀拉地块

Ⅲ２ １岷江裂谷 （ＣＴ）

Ⅲ２ ２可可西里 －松潘前陆盆地（Ｔ３）

Ⅲ２ ２１金川周缘前陆盆地（Ｔ３）

Ⅲ２ ２２若尔盖上叠断陷盆地（ＪＱ）

Ⅲ２ ３后龙门山基底杂岩带（Ｐｔ）

Ⅲ２ ４炉霍 －道孚蛇绿混杂岩带（ＣＴ）

Ⅲ２ ５雅江残余盆地（Ｔ３）

Ⅲ２ ５１江浪 －长枪穹隆构造带（ＯＴ）

Ⅲ２ ５２石渠 －九龙滑脱 －逆冲带（ＰＴ）

Ⅲ３歇武 －甘孜 －理塘 －三江口结合带

Ⅲ３ １甘孜 －理塘蛇绿混杂岩带（Ｄ３ Ｔ）

Ⅲ４义敦 －沙鲁里弧盆系

Ⅲ４ １沙鲁里 －冬错岛弧带（Ｔ３）

Ⅲ４ ２茶布朗 －水洛穹窿构造带（Ｐｔ２３）

Ⅲ４ ３勉戈弧后盆地（Ｔ３）

Ⅲ５中咱 －香格里拉地块

Ⅲ５ １中咱浅海碳酸盐台地（ＰｚＴ）

Ⅲ６金沙江结合带

Ⅲ６ １金沙江蛇绿混杂岩带（Ｄ３ Ｔ２）

Ⅳ扬子克拉通

Ⅳ１上扬子陆块

Ⅳ１ １盐源 － 丽江被动陆缘（前陆逆冲推

覆带）（ＺＴ）

Ⅳ１ ２康定—攀枝花基底杂岩带（Ｐｔ）上叠

攀西裂谷（ＰＴ）

Ⅳ１ ２１雅砻江基底杂岩带（Ｐｔ）

Ⅳ１ ２２康定 －攀枝花基底杂岩带（Ｐｔ）

Ⅳ１ ２３江舟 －米市上叠拗陷盆地（Ｔ３ 

Ｋ）

Ⅳ１ ３凉山 －筠连被动陆缘（∈Ｔ２）

Ⅳ１ ３１美姑压陷盆地（Ｔ３ Ｊ）

Ⅳ１ ３２马边褶断逆冲带（Ｔ３ Ｋ）

Ⅳ１ ３３筠连穹褶构造带（Ｔ３ Ｋ）

Ⅳ１ ４前龙门山被动陆缘（前陆逆冲推覆

带）（ＺＴ）

Ⅳ１ ５四川前陆盆地（Ｔ３ Ｋ）

Ⅳ１ ５１成都拗陷盆地（ＫＱ）

Ⅳ１ ５２雅安 －龙泉山压陷盆地（Ｔ３Ｅ）

Ⅳ１ ５３川北压陷盆地（ＪＫ）

Ⅳ１ ５４川中拗陷盆地（ＪＫ）

Ⅳ１ ５５华蓥山压陷盆地（Ｔ３ Ｋ）

Ⅳ１ ６米仓山 － 南大巴山被动陆缘（前陆

逆冲推覆带）（ＺＴ）

Ⅳ１ ６１米仓山基底逆推带（Ｔ３ Ｋ）

Ⅳ１ ６２南大巴山逆冲推覆带（Ｔ３ Ｋ）

Ⅳ２菜子园 －通安结合带

Ⅵ２ １通安蛇绿混杂岩带（Ｐｔ２）

Ⅳ３滇中陆块

Ⅵ３ １东川基底杂岩带（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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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大区域地理名称 ＋构造属性（相系），如
秦 －祁 －昆造山系、扬子克拉通。

二级：区域地理名称 ＋构造属性（大相），如摩
天岭地块、上扬子陆块。

三级：地理名称 ＋构造属性（相）＋时代，如甘
孜 －理塘蛇绿混杂岩带（Ｄ３—Ｔ）；部分三级构造单
元在图面上难以表达，出露零星，未单独划分为三

级构造单元。

四级：地理名称 ＋构造属性（参考亚相、构造特
征等）＋时代，如米仓山基底逆推带（ＺＴ２）、成都山
前拗陷盆地（Ｋ２Ｑ）；此外，鉴于部分亚相难以在图
面表达，如金沙江结合带中陆壳残片（亚相）、基底

杂岩中的古岛弧（亚相）等，构造单元未全部细化到

四级。

３　 四川省大地构造单元划分方案
本次遵循前述划分原则，北以玛沁 －略阳和城

口 －房县断裂带、西以北川 －映秀和小金河断裂带
为界，在四川省共划分出秦 －祁 －昆造山系（Ⅰ）、
勉县 －略阳对接带（Ⅱ）、北羌塘 －三江造山系（Ⅲ）
以及扬子克拉通（Ⅳ）４ 个一级构造单元，共 １１ 个二
级构造单元、２４ 个三级构造单元（图 １、表 １）。

４　 四川省主要大地构造单元基本特征
４ １　 秦 －祁 －昆造山系（Ⅰ）

也称中央造山带或中央造山系，呈近东西向横

贯中国中部，主体是由原特提斯大洋北侧早古生代

多岛弧盆系发展演化而来的造山系，在四川省仅分

布于降扎、北大巴山一带。

降扎地区主要出露震旦系至古近系，缺失三叠

系。震旦系至二叠系为较稳定的碳酸盐岩—碎屑

岩建造，属被动陆缘环境的稳定型沉积。在郎木

寺—红星一带发育侏罗系—古近系，断陷盆地砾岩

夹泥岩组合，夹陆相安山质火山岩和凝灰岩。

大巴山地区主要出露南华系、震旦系、寒武系。

南华系发育冰碛砾岩及火山碎屑岩，震旦系至寒武

系主要为稳定型碳酸盐岩 －碎屑岩建造，奥陶系及
其以上的地层未在省内出露。

４ ２　 勉县 －略阳对接带（Ⅱ）
区域上称为康西瓦 －南昆仑 －玛多 －玛沁 －

勉县 －略阳对接带（Ⅱ），为泛华夏大陆南缘早古生
代秦 －祁 －昆造山系与晚古生代（北）羌塘 －三江
造山系的重要分界；其中蛇绿岩主要分布于勉县—

略阳—五里坝一带，由方辉橄榄岩、纯橄榄岩、堆晶

辉长岩、斜长花岗岩及放射虫硅质岩等组成（潘桂

棠等，２０１３）。省内沿若尔盖北—九寨沟一线呈北
西西向展布，以出露三叠系塔藏岩组构造混杂岩为

主要特征，主要由基质与岩块组成。基质为巨厚的

砂、板岩，含中—晚三叠纪双壳和菊石化石，硅质岩

产三叠纪放射虫化石；局部夹基性火山岩、火山碎

屑岩等岩块，火山岩属拉斑玄武系列，ＫＡｒ 年龄值
在 ２２４ ～ ２３１ Ｍａ（张建东等，２０１５）。外来岩块多为
晚古生代灰岩，以晚二叠世为主。省内尚未发现存

在蛇绿岩碎片。晚三叠世的碰撞造山及其晚三叠

世末造山隆起导致区域缺失早侏罗世沉积；中—上

侏罗统郎木寺组不整合于下伏地层之上，主要为陆

相碎屑岩、安山岩及火山碎屑岩组合，属后碰撞环

境下的产物。新生代发育断陷 －走滑盆地中的河
湖相碎屑岩系沉积。

４ ３　 北羌塘 －三江造山系（Ⅲ）
分布于勉县 －略阳结合带（Ⅱ１）以南，北川 －

映秀断裂带和小金河断裂带以西，是经历了晚古生

代—中生代多岛弧盆系、弧后扩张、弧 －弧碰撞、弧
－陆碰撞等地质构造作用过程而发展演化所形成
的。省内可进一步划分出 ６ 个二级构造单元，分述
如下。

４ ３ １　 摩天岭地块（Ⅲ１）

起于平武—青川一带，向东延入甘陕地区，在

省内呈不规则倒三角形展布。主体出露中—新元

古代变质火山 －沉积岩系、南华纪陆相凝灰质碎屑
岩和冰碛砾岩以及震旦纪—中三叠世碳酸盐岩 －
碎屑岩建造。

传统认为该地块具有类似于扬子型的基底与

盖层组合，其中基底部分主体为碧口（岩）群火山 －
沉积岩系，是一套由辉长岩、堆晶辉长岩、辉绿岩、

零星超镁铁质岩、硅质岩等岩块，以及强变形的千

枚岩、片岩等基质组成的（古）蛇绿混杂岩。沿余家

山—坪头山—关口垭—白雀寺一线断续分布有新

元古代（８８４ ～ ８２８ Ｍａ）中 － 酸性侵入岩（Ｘｉ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曾强，２０１３；游军等，２０１８），构成了新元古
代俯冲作用构造背景下的（古）岩浆弧。南华纪木

座组不整合于下伏地质体之上，显示出大陆冰川或

冰水成因特点。震旦系为稳定型碳酸盐建造及少

量陆缘碎屑建造。古生代—中三叠世为稳定的碎

屑岩 －碳酸盐岩沉积。晚三叠世发生陆 －陆碰撞，
华北与扬子克拉通完成拼合，并发育大量碰撞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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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四川省大地构造单元划分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一级构造单元 二级构造单元 三级构造单元 四级构造单元

Ⅰ秦 －祁 －昆造山系 Ⅰ１西倾山 －南秦岭地块
Ⅰ１ １降扎被动陆缘（ＺＰ）

Ⅰ１ ２北大巴山被动陆缘（ＺＴ２）

Ⅱ勉县 －略阳对接带 Ⅱ１塔藏蛇绿混杂岩带

Ⅲ北羌塘 － 三江造

山系

Ⅲ１摩天岭地块

Ⅲ２巴颜喀拉地块

Ⅲ３歇武 －甘孜 －理塘 －

三江口结合带

Ⅲ４义敦 －沙鲁里弧盆系

Ⅲ５中咱 －香格里拉地块

Ⅲ６金沙江结合带

Ⅲ１ １黄龙—白马被动陆缘（ＤＴ）

Ⅲ１ ２碧口蛇绿混杂岩带（Ｐｔ２３）

Ⅲ１ ３平武被动陆缘（Ｓ）

Ⅲ２ １岷江裂谷 （ＣＴ）

Ⅲ２ ２可可西里 －松潘前陆盆地（Ｔ３）

Ⅲ２ ３后龙门山基底杂岩带（Ｐｔ）

Ⅲ２ ４炉霍 －道孚蛇绿混杂岩带（ＣＴ）

Ⅲ２ ５雅江残余盆地（Ｔ３）

Ⅲ３ １甘孜 －理塘蛇绿混杂岩带（Ｄ３ Ｔ）

Ⅲ４ １沙鲁里 －冬错岛弧带（Ｔ３）

Ⅲ４ ２茶布朗—水洛穹隆构造带（∈Ｔ）

Ⅲ４ ３勉戈弧后盆地（Ｔ３）

Ⅲ５ １中咱浅海碳酸盐台地（ＰｚＴ）

Ⅲ６ １金沙江蛇绿混杂岩带（Ｄ３ Ｔ２）

Ⅲ２ ２１金川周缘前陆盆地（Ｔ３）

Ⅲ２ ２２若尔盖上叠断陷盆地（ＪＱ）

Ⅲ２ ５１江浪 －长枪穹隆构造带（ＯＴ）

Ⅲ２ ５２石渠 －九龙滑脱 －逆冲带（ＰＴ）

Ⅳ扬子克拉通

Ⅳ１上扬子陆块

Ⅳ２菜子园 －通安结合带

Ⅳ３滇中陆块

Ⅳ１ １盐源 －丽江被动陆缘

（前陆逆冲推覆带）（ＺＴ）

Ⅳ１ ２康定 －攀枝花基底杂岩带（Ｐｔ）

上叠攀西裂谷（ＰＴ）

Ⅳ１ ３凉山 －筠连被动陆缘（∈Ｔ２）

Ⅳ１ ４前龙门山被动陆缘

（前陆逆冲推覆带）（ＺＴ）

Ⅳ１ ５四川前陆盆地（Ｔ３ Ｋ）

Ⅳ１ ６米仓山 －南大巴山被动陆缘

（前陆逆冲推覆带）（ＺＴ）

Ⅵ２ １通安蛇绿混杂岩带（Ｐｔ２）

Ⅵ３ １东川基底杂岩带（Ｐｔ）

Ⅳ１ ２１雅砻江基底杂岩带（Ｐｔ）

Ⅳ１ ２２康定 －攀枝花基底杂岩带（Ｐｔ）

Ⅳ１ ２３江舟 －米市上叠拗陷盆地（Ｔ３ Ｋ）

Ⅳ１ ３１美姑压陷盆地（Ｔ３ Ｊ）

Ⅳ１ ３２马边褶断逆冲带（Ｔ３ Ｋ）

Ⅳ１ ３３筠连穹褶构造带（Ｔ３ Ｋ）

Ⅳ１ ５１成都拗陷盆地（ＫＱ）

Ⅳ１ ５２雅安 －龙泉山压陷盆地（Ｔ３ Ｋ）

Ⅳ１ ５３川北压陷盆地（Ｊ３ Ｋ）

Ⅳ１ ５４川中拗陷盆地（Ｔ３ Ｋ）

Ⅳ１ ５５华蓥山压陷盆地（Ｔ３ Ｋ）

Ⅳ１ ６１米仓山基底逆推带（Ｔ３ Ｋ）

Ⅳ１ ６２南大巴山逆冲推覆带（Ｔ３ Ｋ）

岗岩，如阳坝岩体花岗闪长岩 ２１５ ４ ± ８ ３ Ｍａ（秦江
锋等，２００５），南一里花岗闪长岩 ２２３ １ ± ２ ６ Ｍａ（李
佐臣等，２００７），木皮岩体斜长花岗岩 ２２５ １ ± ３ ３
Ｍａ（卢旭阳等，２０１７）等。

４ ３ ２　 巴颜喀拉地块（Ⅲ２）

省内分布于被玛沁 －略阳断裂带、甘孜 －理塘
断裂带以及龙门山 －小金河断裂带所围限的川西
松潘 －甘孜地区，总体呈不对称倒三角形，以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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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积 与 特 提 斯 地 质 （４）

发育三叠系西康群巨厚复理石建造为典型特征。

中部横贯分布三叠纪如年各岩组砂板岩，并含石炭

纪—二叠纪灰岩、外来岩块及少量基性 －超基性岩
块，组成蛇绿混杂岩。南缘雅江—木里一带分布着

大量主体由古生界组成的变质穹隆体。此外，中—

新生代陆壳重熔型花岗岩十分发育。

对其基底及其构造属性尚存在不同认识。黄

汲清等（１９６２）和任纪舜等（１９８０）提出松潘 －甘孜
地体基底是一个古老的硬块，称为松潘地块、阿坝

地块或若尔盖地块，并被认为是扬子的西延（马丽

芳，１９８５；许志琴等，１９９２；杨逢清等，１９９４；张国伟
等，２００１）；但对基底性质及分布范围尚存不同认
识，有学者认为均为陆壳基底（姜春发等，１９９２；任
纪舜等，１９９９；尹安，２００１），也有学者认为其范围仅
局限于若尔盖—松潘—甘孜—达日一带（马丽芳，

１９８５）。另一种则认为东部为扬子陆块的西延，属
于泛扬子陆块的一部分，西部其下可能为洋壳

（Ｓｅｎｇｏｒ，１９８４；张雪亭等，２００５；罗志立等，２００６）。
地块东缘零星出露有中—新元古代黄水河

（岩）群、通木梁组和以新元古界为主的岩浆杂岩

等，并组成不同类型的变质穹隆体，如骄子顶 ９６６ ～
７９２ Ｍａ（裴先治等，２００９；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刘家
坪 ８７７ ～ ８２５ Ｍａ（李佐臣等，２０１３；胡安新等，２０１４）、
彭灌 ８５９ ～ ６９９ Ｍａ（马永旺，１９９６；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ａ）、格宗 ８６４ Ｍａ（徐士进等，１９９６）等。基底岩
系中发育韧性变形的流变褶皱、韧性剪切带和后期

脆韧性变形的断裂；南华系至古生界覆于基底岩系

之上，与基底岩系之间或内部常发育韧性剪切滑脱

变形，地层有缺失。南华系木座组具标志性的冰碛

砾岩及火山碎屑岩，震旦纪以来主要为一套稳定型

碎屑岩 － 碳酸盐岩沉积，仅零星出露于丹巴和汶
川、茂县等地。古生界至上二叠统底部主要为被动

边缘盆地碎屑岩夹碳酸盐岩沉积。中上二叠统至

中三叠统，主体为一套火山碎屑岩 －碎屑岩夹碳酸
盐岩。中—上三叠统发育巨厚的西康群复理石建

造，以厚度巨大的砂、板岩韵律层为主要特征，砂岩

为低成熟度的复陆屑、杂陆屑砂岩。上三叠统顶

部—下侏罗统为安山岩、火山碎屑岩夹凝灰质砂岩

及煤层，火山活动属大陆边缘盆地陆相喷发。新生

代以来，在若尔盖、红原等地还沉积了古近纪河湖

相红色类磨拉石建造及大量第四系。

该区中生代岩浆活动也十分强烈，以晚三叠

世—侏罗纪中酸性侵入岩分布最为广泛，主要形成

于后碰撞 －后造山构造环境，如四姑娘山正长岩 －
二长岩（１９２ ～ １８８ Ｍａ）组合（张建东等，２０１５），色达
－确洛寺石英闪长岩（２１２ Ｍａ）－ 英云闪长岩
（１９８ ６ Ｍａ）－花岗闪长岩组合，斜长花岗岩出露极
少（张建东等，２０１５），羊拱海花岗闪长岩 －正长花
岗岩 － 二长花岗岩（２１１ Ｍａ）组合（胡健民等，
２００５），可尔因过铝质花岗岩（２０３ ８ Ｍａ）等（张能德
和张怀举，１９９３）。侏罗纪火山岩主要为安山岩，仅
零星分布，获４０ Ａｒ３９ Ａｒ 年龄值 １９９ ± ２ Ｍａ（曾宜君
等，２００９）。此外，沿道孚—康定一带分布的新近纪
花岗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组合，ＳＨＲＩＭＰ 锆石 ＵＰｂ
年龄值为 １８ ± ０ ３ Ｍａ，ＫＡｒ 法年龄值为 １５ ４ ～
３ ７６ Ｍａ（张建东等，２０１５），具高钾钙碱性过铝质的
地球化学特征，为新生代鲜水河左行走滑构造 －岩
浆作用下的产物。

４ ３ ３　 歇武 －甘孜 －理塘 －三江口结合带（Ⅲ３）

从石渠县真达向南东经竹庆、玛尼干戈至甘孜

转向南，经理塘至川滇交界处的三江口，主要由蛇

绿混杂岩、陆壳残片、高压变质岩等组成。

蛇绿混杂岩主要由蛇绿岩（残片）、洋岛 －海山
岩块以及基质等组成。蛇绿岩包括基性 －超基性
堆晶岩、辉长岩、辉绿岩墙、洋脊型拉斑玄武岩和放

射虫硅质岩等，大多是被肢解呈构造岩块散布于基

质中，局部（如在理塘禾尼—热水塘一带）出露较完

整的蛇绿岩“层序”（莫宣学等，１９９８）。洋岛 －海山
组合主要由玄武岩 ＋灰岩 ＋硅质岩组成，玄武岩常
具枕状构造。基质主要为晚泥盆世—三叠纪形成

的一套洋盆地层系统中的深海沉积系统组成，主要

岩性为变质变形的浊积砂岩夹板岩、千枚岩和火山

岩等。

陆壳残片上主要是奥陶系—泥盆系碳酸盐岩

－碎屑岩组合，１∶ ２０ 万和 １∶ １００ 万区调在生物灰岩
中采获志留纪四射珊瑚和奥陶纪化石，片理化玄武

岩 ＲｂＳｒ全岩同位素年龄为 ４３６ ± ６６ ５ Ｍａ和 ４７０ ７
± ２６ Ｍａ。
高压变质岩主要为蓝闪片岩和榴闪岩。蓝闪

片岩见于新龙麻日乡南西、理塘亚火乡五花村，前

者为绿帘绿泥蓝闪片岩，后者为含蓝闪石变辉绿辉

长岩（张能德等，１９９８）。１∶ ２５ 万新龙幅区调见含蓝
闪石蚀变玄武岩、含蓝闪石绿黝帘石阳起石片岩、

含蓝闪石绿泥阳起石片岩等。榴闪岩仅在中段理

塘县甲洼、奔戈一带，为具有韧塑性变形的石榴角

闪片岩、石榴硅镁石角闪片岩（罗森林和魏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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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魏永峰，２００４）。
该结合带主要经历了晚古生代以来的地质构

造演化。晚泥盆世，随着扬子西缘的裂解，甘孜 －
理塘弧后洋盆打开并持续扩张，形成一系列玄武岩

及硅质岩。张世涛等（２０００）及 １ ∶ ５ 万阿加洼幅区
矿调（２０１６）分别在中甸西北的劳改皮、理塘北西的
硅质岩中发现了中泥盆世到早石炭世放射虫；１ ∶ ５
万金沟幅区调（２０１５）获中段辉长岩斜锆石 ＵＰｂ 年
龄为 ３４６ ± １７ Ｍａ。二叠纪甘孜 －理塘洋盆发育成
熟，发育大量洋岛 －海山组合。在理塘县查日查冬
一带获枕状玄武岩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年龄为 ２７１ ±
１０ Ｍａ（严松涛等，２０１９），与之相伴生的细晶灰岩中
获得晚二叠世末期的牙形石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ｃ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此外，在近年来的 １：５ 万区调工作在尼汝一带获得
同位素年龄值主要在 ２９３ ～ ２５３ Ｍａ（任飞等，２０１７）。
晚三叠世，甘孜 －理塘弧后洋盆开始向西俯冲，并
沿俯冲带西侧形成规模宏大的岛弧带。晚三叠世

末俯冲结束，局部地区仍处于残留海盆地环境；早

白垩世开始残留海消失，开始陆内汇聚造山（王康

明等，２００２）。
４ ３ ４　 义敦 －沙鲁里弧盆系（Ⅲ４）

总体沿德格—昌台—义敦—乡城一线呈北北

西走向展布，可进一步划分为沙鲁里 －冬错岛弧带
（Ｔ３）（Ⅲ４

１）、茶布朗 － 水洛穹隆构造带（Ｐｔ２３）
（Ⅲ４

２）、勉戈弧后盆地（Ｔ３）（Ⅲ４
３）３ 个三级构造

单元。

沙鲁里 －冬错岛弧带（Ⅲ４
１）地层主要为一套晚

三叠世碳酸盐岩 －基性火山岩 －含煤碎屑岩建造
组成。晚三叠世卡尼期和诺利早期为火山岛弧及

弧间盆地的活动型火山 －沉积建造。曲嘎寺组和
图姆沟组为一套浅海相碳酸盐岩夹中基性 －中酸
性火山岩组合，构成典型的岛弧火山岩带；其间发

育的根隆组和勉戈组“双峰式”火山岩组合，构成弧

间裂谷盆地的主体，火山活动年龄为 ２３２ ～ ２１０ Ｍａ
（徐明基等，１９９３；叶庆同，１９９１；侯增谦等，１９９５）。
三叠系上部喇嘛垭组和英珠娘河组为滨浅海相含

煤（线）碎屑岩组合，含双壳类和丰富的植物等化

石，标志着甘孜 －理塘洋盆闭合与弧 －陆碰撞造山
作用。晚三叠世深成岩浆规模较大，早期闪长岩类

占绝对优势，成因类型为“Ｉ”型，主要由俯冲作用导
致形成，同位素年龄值主要在 ２３０ ～ ２２０ Ｍａ；晚期主
要为浅色花岗岩类，属“Ｓ”型，同位素年龄值主要在
２１０ ～ ２００ Ｍａ（张建东等，２０１５）。晚三叠纪末，甘孜

－理塘洋盆沿俯冲带收缩为残留盆地，持续到早中
侏罗世。晚侏罗世开始沙鲁里岛弧主体隆起，新生

代发育断陷盆地中的河湖相碎屑磨拉石沉积。

茶布朗 －水洛穹隆构造带（Ⅲ４
２）内发育穹窿构

造，主要分布于恰斯、唐央、亚丁等地，传统认为它

们主要由中—新元古代变质岩基底及其古生代盖

层构成，原属扬子西缘的组成部分。古生代地层以

碎屑岩为主夹碳酸盐岩和中基性火山岩，已发现的

各时代生物化石类同扬子型。受多层次顺层滑脱

剪切改造，频见构造缺失寒武系、中—上奥陶统、

中—上志留统、上泥盆统和下石炭统等地层。早中

三叠世，东西部的沉积环境差异明显，西部党恩组、

列衣组主要为变碎屑岩夹硅质岩及火山岩建造，东

部领麦沟组、三珠山组和马索山组为稳定的浅海相

碳酸盐岩和细碎屑岩组合。晚三叠世以来，甘孜 －
理塘洋壳向西发生俯冲，并由于碰撞造山发生变质

变形，最终呈构造穹隆产出。

勉戈弧后盆地（Ｔ３）（Ⅲ４
３）又称为勉戈 －青达

柔弧后盆地，主要发育在义敦岛弧带北段昌台岛弧

西侧（侯增谦等，１９９５；胡世华等，１９９２）。盆地中出
露的最老地层为早—中三叠世义敦群，为一套半稳

定性火山 －碎屑岩组合。晚三叠世随着甘孜 －理
塘洋向西俯冲，在沙鲁里岛弧带以西沿孔马寺—勉

戈—农都柯一线为中心发生弧后扩张，发育以高钾

流纹岩 －钾玄岩组合双峰式火山岩，两者构成同一
条 Ｒｂ － Ｓｒ 等时线，年龄值为 ２１３ ７ Ｍａ（胡世华等，
１９９２），并发育大量超基性岩 －基性岩。盆地西部
高贡 －格聂发育大量后碰撞花岗岩，同位素年龄值
一般在 １１５ ～ ７６ Ｍａ范围。此外，格聂岩体曾获两组
黑云母 ＫＡｒ年龄值分别为 ９６ ～ ５５ Ｍａ 和 １６ ～ ７ Ｍａ
（王全伟，２００８），该复式岩体可能包含古—新近纪
侵入体，反映弧后盆地喜马拉雅期的岩浆活动。

４ ３ ５　 中咱 －香格里拉地块（Ⅲ５）

总体呈近南北向狭长带状展布，具有基底与盖

层的二元结构。变质基底（石鼓群等）出露于云南

丽江—香格里拉一带，省内仅出露古生界及其之上

的沉积盖层。早古生代主体为碳酸盐岩 －碎屑岩
组成的滨岸 －陆棚相较稳定台型沉积环境。晚古
生代甘孜 －理塘洋打开，使得中咱地块从扬子陆块
裂离西移，并作为微陆块分隔东、西两侧的甘孜 －
理塘洋盆与金沙江洋盆。泥盆系至中二叠统为浅

海碳酸盐岩夹碎屑岩稳定型沉积；上二叠统冈达概

组，由玄武岩、碎屑岩、灰岩组成，其中玄武岩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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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特征与峨眉山玄武岩极为相似，形成于大陆边

缘裂陷盆地；三叠纪主要为一套滨浅海相碎屑岩夹

灰岩组合；晚三叠世末发生弧 －陆碰撞造山，导致
了地块上古生代地层的褶皱变形，并引起地块逆冲

推覆；同时，构造叠置导致地壳增厚重熔，产生晚三

叠世碰撞型花岗岩侵入。

４ ３ ６　 金沙江结合带（Ⅲ６）

金沙江结合带（Ⅲ６）物质组成主要为蛇绿混杂

岩、洋内弧、陆壳残片、高压变质岩等。

蛇绿混杂岩主要由蛇绿岩（残片）、洋岛 －海山
岩块以及基质等组成。蛇绿岩主要包括蛇纹石化

超镁铁质岩、超镁铁堆晶岩、辉长岩、洋脊型玄武

岩、辉绿岩墙群及放射虫硅质岩等，多被肢解呈岩

块分布于基质当中；此外，在巴塘县象鼻山、得荣徐

麦 －嘎金雪山垭口等地出露有斜长花岗岩。洋岛
－海山组合主要位于中心绒—朱巴龙—羊拉—东
竹林一带，主要包括迪公岩组（Ｄ２）、柯那岩组（Ｄ３）、
申洛拱组 －响姑岩组（Ｃ）、喀大崩岩组（Ｐ２）组成变
质玄武岩 － 结晶灰岩 － 浅变质岩系（尹福光等，
２０１６）。基质主要包括千枚岩、板岩、片岩等，并遭
受到强烈的剪切变形作用。

洋内弧分布于竹巴龙—羊拉—东竹林一带，形

成于早二叠世晚期—晚二叠世金沙江洋壳自东向

西俯冲消减作用（尹福光等，２０１６）。如在羊拉乡贝
吾出露前弧玄武岩，属低钾拉板系列，具正常洋脊

玄武岩与岛弧玄武岩地球化学特征，形成于初始俯

冲的洋内弧环境（张雪峰等，２０１７）。
陆壳残片主要分布于金沙江结合带的中段和

南段，主要由寒武系至二叠系中低变质程度的碳酸

盐岩、碎屑岩夹中 －基性火山（碎屑）岩组成，为次
稳定型建造。

高压变质岩仅在得荣绒角有过报道，在该地蛇

纹岩化的蛇绿混杂岩中曾发现异剥钙榴岩和绿辉

石榴辉岩的构造包体，以及与蛇绿混杂岩共生的岩

石中含绿纤石、黑硬绿泥石、硬玉等高压低温变质

矿物。

近年来，该带中获得了较多晚古生代的年龄信

息，其中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年龄主要在 ３６０ ～ ２６５ Ｍａ
（简平等，２００３；Ｊ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ａ，２００９ｂ）。如
获层状角闪辉长岩年龄为 ３２８ ± ８ Ｍａ，书松斜长岩
为 ３２９ ± ７ Ｍａ（简平等，２００３）；东竹林堆晶辉长岩
３５４ Ｍａ，显示出弧后扩张洋盆的地球化学特征（尹
福光等，２０１６）；１∶ ２５ 万乡城幅区调（２０１４）在德钦县

娘九丁获玄武岩年龄为 ３３３ ３４ ± １ ９ Ｍａ。此外，带
内紫红色硅质岩中发现有晚泥盆—早石炭世放射

虫以及早二叠世的放射虫等。这都表明金沙江带

蛇绿岩形成时代最早要到早石炭世，甚至可能要下

延到晚泥盆世。

４ ４　 扬子克拉通（Ⅳ）
扬子克拉通（Ⅳ）具有基底与盖层的地壳组成

特征，省内分布于东部。在扬子周缘表现为洋 －陆
转换过程的弧 － 弧、弧 － 陆碰撞形成的扬子“基
底”，其上与青白口系板溪群及相当层位的浅变质

岩呈不整合接触；约 ８２０ ～ ７８０ Ｍａ 形成裂谷火山 －
沉积岩系和裂解的侵入岩组合；在 ７８０ ～ ６３５ Ｍａ 受
全球冰期制约，全区形成冰期和间冰期沉积，震旦

纪至中三叠世形成海相稳定地台型沉积，沉积受基

底构造格局控制，陆块主体形成台地沉积或隆起，

陆块四周形成被动大陆边缘沉积；晚三叠世之后转

化为陆相前陆沉积（潘桂棠等，２０１５）。
近年来，对会理通安—菜子园一带的中元古代

晚期蛇绿岩、蛇绿混杂岩的调查和研究，为扬子克

拉通古构造格局及大地构造形成演化等的重新认

识，提供了重要的成果资料。本次依据这些研究成

果，将四川省扬子克拉通（Ⅳ）进一步划分为上扬子
陆块（Ⅳ１）、菜子园 －通安结合带（Ⅳ２）、滇中陆块

（Ⅳ３）３ 个二级构造单元。
４ ４ １　 上扬子陆块（Ⅳ１）

省内为北川 －映秀 －小金河断裂带为界的东
部地区，在构造上表现为攀西南北向裂谷带、周缘

逆冲带及其围绕的中间前陆盆地；其中攀西、周缘

逆冲带主要由前南华纪基底变质岩系和震旦纪—

三叠纪稳定海相沉积组成，中间前陆盆地以广泛分

布中生代陆相红层为特征。可进一步划分为 ６ 个三
级构造单元。

（１）盐源 －丽江被动陆缘（Ⅳ１
１）

该带历经了震旦纪—古生代被动大陆边缘、二

叠纪陆缘裂谷和三叠纪边缘拗陷等主要构造演化，

自晚三叠世后遭受由西向东的挤压作用，形成前陆

逆冲带。震旦纪到古生代为稳定的克拉通盆地，属

扬子型沉积建造，以滨浅海相碳酸盐岩和砂岩、泥

质岩石为主，其中二叠纪时期发育巨厚的海相 －陆
相峨眉山玄武岩。三叠纪主要为浅—滨海相碳酸

盐岩和碎屑岩沉积，晚三叠世海水变浅并逐渐退

去，广泛发育海陆交互相碎屑岩夹灰岩—陆相含煤

碎屑岩系。侏罗系—白垩系缺失。新生代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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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地壳隆升和增厚，发育古近纪山间磨拉石建

造、新近纪湖沼 －河湖相含煤砂泥质岩等，并形成
一系列壳幔混合源型富碱斑岩、幔源钾质煌斑岩及

碱性杂岩（４７ ～ ２１ Ｍａ）。
（２）康定 － 攀枝花基底杂岩带上叠攀西裂谷

（Ⅳ１
２）

主体属于“康滇地轴”四川段，而晚古生代到中

生代在“康滇地轴”陆壳基础上，沿基底早期生成的

几条长期反复活动的 Ｓ—Ｎ 向主干断裂带以及伴生
的 ＮＮＥ 和 ＮＮＷ 向裂谷网络发育起一套大型（陆
内）裂谷带，称为攀西（古）裂谷（骆耀南，１９８５）。

带内出露康定（岩）群基底变质岩系，总体呈南

北向展布，为一套混合岩化中—深变质岩系，传统

认为其属于结晶基底，形成时代定为古元古代（或

更老）。据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康定（岩）

群内可能存在混合岩化的深成侵入体，有学者认为

其中的片麻岩多属英云闪长岩 －奥长花岗岩 －花
岗闪长岩（ＴＴＧ）组合，时代为新元古代（杜利林等，
２００６；耿元生等，２００８），并对康定（岩）群形成时代
及构造属性的传统认识提出了质疑。

河口（岩）群、会理群、盐边（岩）群等为一套浅

变质岩系，传统认为是褶皱基底，时代为中—新元

古代。河口（岩）群仅出露于会理—黎溪一带，由变

钠质火山岩、片岩、变质砂岩和大理岩等组成，原岩

主要是陆源碎屑 －泥质建造和细碧角斑岩建造；获
石英角斑岩年龄值为 １７２２ Ｍａ（王冬兵等，２０１３），贯
入其中的辉绿岩脉年龄值为 １４８８ Ｍａ 和 １７１０ Ｍａ
（辜学达等，１９９７；关俊雷等，２０１１）。盐边（岩）群主
要由巨厚海相拉斑玄武岩组成，上部为具浊流沉积

特征的砂泥质复理石建造，并有高家村（８１２ Ｍａ）和
冷水箐（８０６ Ｍａ）等辉长岩体侵入；就其形成的构造
环境，主要包括弧前盆地（骆耀南，１９８３）、弧后盆地
（杜利林等，２００５）、蛇绿岩（孙传敏，１９９４）等认识。
会理群下部为陆源碎屑岩夹中 －基性火山岩，中部
为碳酸盐岩，上部为变质中 －酸性火山岩，已获火
山岩年龄值主要集中在 １０８２ ～ ９５８ Ｍａ（牟传龙等，
２００３；耿元生等，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尹福光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此外还分布有中—新元古代峨边群 －登相营群陆
源碎屑岩 － 碳酸盐岩，局部夹基性 － 中酸性火山
岩等。

中—新元古代发育大规模的岩浆杂岩，以中酸

性的花岗岩类分布最为广泛，包括 Ｓ 型、Ｉ型和 Ａ 型
花岗岩等，形成时代主要在 ８５０ ～ ７５０ Ｍａ（李献华

等，２００２；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ｂ，２００７；刘树文等，２００９；
Ｃｕ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赖绍聪等，２０１５；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ａｏ，２０１８）。对这些岩浆杂岩的成因及构造背
景一直存在重大争议，其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它们

的形成是与俯冲碰撞作用（如岛弧构造环境）有关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ｂ，２００７；Ｚｈａｏ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７ａ，
２００７ｂ；刘树文等，２００９；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ａｏ，２０１８；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还是与板内非造山环境下的地幔柱活动
有关（李献华等，２００２；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Ｃｕ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赖绍聪等，２０１５；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卓皆文等，
２０１７）。与之近于同时期的火山岩以苏雄组为代
表，近年的锆石 ＵＰｂ 测年值集中在 ８５０ ～ ７８０ Ｍａ
（李献华等，２００１；张建东等，２０１５；卓皆文等，２０１５；
鄢圣武等，２０１９）；其中流纹岩为高钾钙碱性系列，
玄武岩属碱性系列，多是后造山裂谷环境火山作用

的产物。近期对康定—石棉一带的岩浆岩的时代、

岩石组合及构造属性取得了许多新的认识，总体表

现出扬子西缘在中元古代晚期—新元古代早期可

能经历了板块俯冲与碰撞造山的构造作用过程，并

保留了不同构造阶段的岩浆记录，如石棉辉长岩

（ＳＳＺ型蛇绿岩）年龄值为 １０６６ Ｍａ，凉山岛弧型辉
长岩为 ９３７ Ｍａ（Ｈ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石棉岛弧型花岗
岩年龄值为 ８１８ Ｍａ（林广春，２０１０），康定杂岩中的
ＴＴＧ组合同位素年龄为 ７７８ Ｍａ（杜利林等，２００６），
石棉安顺场后碰撞型钾长花岗岩年龄值为 ７７７ ３
Ｍａ（朱毓等，２０１７）等。

震旦纪—早古生代为被动大陆边缘环境碳酸

盐岩 －碎屑岩建造。晚古生代，除早二叠世浅海碳
酸盐岩分布较多外，泥盆系和石炭系基本缺失。晚

古生代末期—中生代早期，本区发生陆内裂谷作

用，基性岩浆活动以多期侵入和火山喷溢为特征，

并大量发育同时期同源层状基性 －超基性堆晶侵
入岩；早—中三叠世以碱酸性岩浆作用为主，由霞

石正长岩、英碱正长岩、碱性花岗岩和碱性粗面岩

－流纹岩组成；这些火山岩和侵入岩具上叠裂谷性
质，并赋存著名的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床等。上三叠

统为巨厚的下部红色磨拉石建造（丙南组）和上部

陆相含煤建造（大荞地组、白果湾组）。上三叠统上

部为宝顶组含煤砂页岩建造以及侏罗纪—早白垩

世红色复陆屑建造，呈被盖式覆盖。晚白垩世至古

近纪盆地渐趋萎缩，小范围沉积了一套含膏盐的河

湖相红色蒸发岩建造，并伴有钾质煌斑岩和碱性杂

岩侵位，后者赋存有牦牛坪、大陆乡等稀土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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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凉山 －筠连被动陆缘（Ⅳ１
３）

西起于大相岭，向南东经峨边、雷波、筠连延入

云南、贵州，总体呈向南西凸出的弧形带状分布，发

育近南北向、北西向、北东向及近东西向相互叠加

或改造的构造形迹。

带内最古老的会理群、峨边群出露有限，其中

峨边群为变质沉积碎屑岩夹中基性火山熔岩间有

碳酸盐岩的一套岩石组合，所侵位的辉绿岩脉年龄

值为 ８３０ ～ ８００ Ｍａ、７８０ ～ ７４５ Ｍａ（崔晓庄等，２０１２）。
早青白口世—南华纪主要为苏雄组 －开建桥组 －
列古六组火山 －碎屑岩，较西侧康定 －攀枝花地区
明显减少，分布少量二长花岗岩 － 正长花岗岩组
合。震旦系—泥盆系为被动大陆边缘碳酸盐岩 －
碎屑岩沉积，缺失石炭系（局部地区缺失志留系—

泥盆系）。下—中二叠统为稳定的碳酸盐岩，上二

叠统峨眉山大陆溢流玄武岩广泛分布。下—中三

叠统为碎屑岩—碳酸盐岩，上三叠统为须家河组含

煤岩系，侏罗纪为红色复陆屑建造，缺失白垩纪—

新近纪沉积记录。

（４）前龙门山被动陆缘（Ⅳ１
４）

沿广元朝天—宝兴一线呈北东向狭长带状分

布，南西至天全附近，北东延入陕西，以发育大规模

的逆冲推覆构造为特点。

宝兴附近零星出露康定（岩）群、黄水河（岩）群

中深变质岩系；晚青白口世—南华纪苏雄组、裂谷

六组仅局部发育，主要为流纹岩。此外，在宝兴一

带还发育大量新元古代中酸性侵入岩，以正长花岗

岩—二长花岗岩为主，并含少量石英闪长岩 －花岗
闪长岩 －斜长花岗岩组合。震旦系—中三叠统为
稳定型砂泥质建造及碳酸盐岩建造。晚三叠世须

家河组含煤碎屑岩与侏罗—白垩纪红层，为中生代

前陆盆地系统的组成部分。晚三叠世后，龙门山处

于陆内汇聚部位，后期构造运动颇为活跃。侏罗纪

山麓砾岩（五龙沟砾岩）主要分布于中段偏南，在漩

口—汉旺一带分布少量侏罗—白垩纪红层。由于

强烈的逆冲—推覆作用，发育著名的灌宝飞来峰

群，主体为泥盆纪—中三叠世碳酸盐岩，下伏原地

系统一般为上三叠统。直到始新世中、晚期，推覆

体才最终定位。

（５）四川前陆盆地（Ｔ３Ｋ）（Ⅵ１
５）

相当于地理划分上的四川盆地，总体呈北东向

的菱形展布，为晚三叠世前陆推覆、逆冲作用及构

造加积负载作用下形成的前陆盆地。盆地内广泛

分布中—新生代陆相红层，总体变形微弱。

盆地基底和古生界未出露，盆区腹地经深钻证

实发育有完整的扬子型海相震旦系—古生界。地

表仅在华蓥、邻水一带有古生界出露，为寒武系—

志留系及石炭系—二叠系，缺失泥盆系。三叠纪是

四川盆地重要的构造演化与成矿阶段，早三叠世晚

期该区为半封闭内海盆地，以龙泉山和华蓥山为中

心逐步形成“水下高地”；中三叠世，两个水下高地

进一步发展，周边古陆扩大，使海盆封闭更趋完善，

发育蒸发式建造（四川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９１）；晚三
叠世为海陆过渡相或陆相的砂岩、粉砂岩、页岩夹

煤层。晚三叠世晚期，龙门山逆冲带向四川盆地西

部推进，进入陆内汇聚的后造山陆相磨拉石前陆盆

地阶段；晚三叠世晚期后，海水全部彻底退出该区，

使之成为一大型内陆盆地，以巨厚的陆相红色碎屑

岩—蒸发岩和山前磨拉石沉积建造为主；红色复陆

屑建造西厚东薄，西部上三叠统—第四系发育齐

全，厚度巨大，向东厚度减薄甚至缺失。

（６）米仓山 －南大巴山被动陆缘（ＺＴ２）（Ⅳ１
６）

属于四川盆地北缘地带，向北、东延入陕西、重

庆，主要由前南华纪后河岩群和火地垭群基底变质

岩系、晚青白口世—南华纪花岗岩、南华纪中酸性

火山岩 －磨拉石建造，以及震旦纪—志留纪和二叠
纪—中三叠世稳定性海相沉积组成，缺失泥盆—石

炭系。该带先后历经了古岛弧、后造山裂谷和被动

大陆边缘的演化过程，于晚三叠世因秦岭洋闭合引

起碰撞造山，导致基底逆推上隆（尹福光等，２０１６）。
传统认为后河岩群为该带最古老的结晶基底，

岩性主要为混合岩化斜长角闪岩、片麻岩和变粒岩

组合。其时代也有不同认识，曾获 ２４３５ ～ ２００２ Ｍａ
的同位素年龄（凌文黎等，１９９６；张宗清等，１９９６；何
政伟等，１９９７）；１：２５ 万广元幅区调（２０１３）在旺苍英
萃斜长变粒岩中获得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 年龄 ８５１ ± ７
Ｍａ。火地垭群传统认为是褶皱基底，为一套变质复
理石 －碳酸盐岩建造，岩性多为绿片岩和大理岩。
此外，古—新元古代岩浆杂岩十分发育，包括超基

性—基性—中性—酸性侵入岩，１：２５ 万南江幅区调
（２００８）共划分出古元古代苏长辉长岩 － 辉绿岩
（２０５７ Ｍａ），中元古代橄榄岩 ／辉石岩 －辉长苏长岩
－角闪辉长岩（１３１７ ～ １０６５ Ｍａ），以及新元古代辉
石角闪闪长岩 －角闪石英闪长岩（９４２ ～ ８７０ Ｍａ）、
闪长岩 －石英闪长岩（８７２ Ｍａ）、石英闪长岩 －二长
花岗岩（７６７ ～ ７０８ Ｍａ）、钾长花岗岩 － 花岗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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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８ ～ ７０５ Ｍａ）、霓霞岩 －碱性正长岩 －碱性辉长
岩（７６５ ～ ６８７ Ｍａ）等组合，其中新元古代侵入岩组
合总体反映出俯冲→碰撞→伸展的构造演化过程。

与新元古代岩浆杂岩近于同时期分布有开建

桥组流纹岩、流纹质火山碎屑岩夹碎屑岩，为陆相

山间断陷盆地磨拉石 －火山岩建造。震旦纪—志
留纪、二叠纪—中三叠纪为浅海—滨海相碎屑岩 －
碳酸盐岩建造，缺失泥盆—石炭系。三叠世末，该

地区上升成陆，发育上三叠统灰色复陆屑建造和侏

罗—白垩系红色复陆屑建造。

４ ４ ２　 菜子园 －通安结合带（Ⅳ２）

位于四川省南缘通安地区，沿黎溪、通安、新田

一带呈近东西向断续分布，为扬子古大陆在中元古

代以来经长期构造演化发展形成的结合带，其主要

经历了陆内裂解（１ ８ ～ １ ５Ｇａ）、通安洋盆扩张（１ ５
～ １ １Ｇａ）、洋盆消亡和陆 －陆碰撞（１ １ ～ １ ０Ｇａ）３
个阶段，并经后期构造叠加和改造，形成了现今的

状态。

李继亮和张绍宗（１９８７）最早提出，在会理通安
镇附近烂木桥到牛金树一带存在一套蛇绿混杂堆

积，代表了一条东西向的元古代碰撞缝合带，称为

“通安 －小关河元古代碰撞缝合线”。阚泽忠和乔
正福（１９９９）认为菜子园断层严格控制了其南、北不
同的沉积、岩浆、变质、构造、成矿的发生与发展，是

本区基底构造中十分重要的边界大断层。任光明

等（２０１７）在会理关河—通安地区厘定出“菜子园蛇
绿混杂岩”，认为其向东可延伸与扬子北缘庙湾蛇

绿混杂岩相连，代表扬子陆块内部元古宙的一条重

要构造缝合带。此后的 １ ∶ ５ 万区调填图和科研工
作，也进一步证实在会理关河—菜子园—通安皎平

渡一带，存在元古代的古结合带。该带主体为蛇绿

混杂岩，主要由蛇绿岩（残片）、洋内弧（岩块）、洋岛

－海山（岩块）和基质等组成。
蛇绿岩主要由变超镁铁质岩（方辉橄榄岩、橄

辉岩、蛇纹石化辉橄岩等）、辉长岩（或堆晶杂岩）、

辉长辉绿岩墙群、变玄武岩、硅质岩等组成。菜子

园牛圈房等地的橄榄岩属正常蛇绿岩套底部的方

辉橄榄岩，同位素年龄为 １４５２ ± ４１ Ｍａ、１４５３ ± ５６
Ｍａ（王生伟等，２０１３；蒋小芳等，２０１５）。硅质岩仅零
星分布，主要呈岩块状产出，岩石类型为硅质岩、硅

质板岩或石英岩等。

洋内弧主要分布于桃树湾一带，主要由玄武

岩、辉长岩、蛇纹岩及蛇纹石化橄榄岩组成。辉长

岩和玄武岩具有轻稀土元素亏损、类似 ＮＭＯＲＢ 的
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具典型 ＭＯＲＢｌｉｋｅ 玄武岩（前
弧玄武岩 ＦＡＢ）地球化学特征，辉长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年龄为 １３７５ ± ７ Ｍａ，可能代表菜
子园—通安洋洋壳初始俯冲的时间（任光明等，

２０１７）。
洋岛海山分布在麻栗坪、龙潭箐、芭蕉乡等地，

主要由玄武岩与大理岩（或大理岩化灰岩）组成。

玄武岩地球化学特征显示出与典型的 ＯＩＢ 相似的
特征，与灰岩伴生。

基质主要为板岩类，变质程度低，变形强烈，岩

层强烈褶皱，包括炭质板岩、砂质板岩、泥质板岩，

局部夹变质火山碎屑岩等。１ ∶ ５ 万通安、皎平渡幅
区调（２０１９）在变沉凝灰岩中获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
Ｐｂ测年的结果为 １４３１ ５ ～ １４１４ Ｍａ。
４ ４ ３　 滇中陆块（Ⅳ３）

滇中陆块（Ⅳ３）位于菜子园 － 通安结合带

（Ⅳ２）为以南，省内分布十分有限，出露下—中元古

界东川群，为一套滨浅海变质陆源碎屑岩 －碳酸盐
岩夹火山碎屑岩组。

区域上东川群的同位素年龄主要在 １８００ ～
１５００ Ｍａ，时代属早—中古元古代。如已获黑山组凝
灰岩 ＳＨＲＩＭＰ 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５０３ ± ７ Ｍａ（孙志明
等，２００９），因民组凝灰岩 ＳＨＲＩＭＰ 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７４２ ± １３ Ｍａ（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黑山组凝灰岩 ＬＡ
ＩＣＰＭＳ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４９９ ± ３ ８ Ｍａ（李怀坤等，
２０１３）等。

５　 结语
总体上看，四川省主要以勉县 －略阳对接带和

龙门山 －小金河断裂带为界，分为北、西部造山系
和东部克拉通三大构造单元。北部秦 －祁 －昆造
山系自北向南经原、古特提斯连续演化形成。西部

北羌塘 －三江造山系自晚古生代以来，历经了多岛
弧盆系统弧后扩张—萎缩和碰撞造山，形成了一系

列大地构造相类型互相叠合的复杂构造区。东部

克拉通是一个建立在元古代基底和南华纪以来巨

厚稳定沉积的构造单元。近年来四川境内获得的

一系列中—新元古代蛇绿岩、岩浆岩等研究成果，

揭示出扬子克拉通周缘的前南华纪基底岩系可能

经历了原板块体制下古元古代洋盆形成与扩张→
中—新元古代洋壳俯冲消减→弧 －陆 ／陆 －陆碰撞
造山→造山后裂解的构造演化过程。

３４６



沉 积 与 特 提 斯 地 质 （４）

本次依托新一代《四川省区域地质志》的研编

工作，对近 ３０ 年来区域地质调查、专项调查和综合
研究等所获得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梳

理。从多年取得的认识和成果可以看出，四川省

东、西部以及北缘三分的基本构造格架以及区域性

的构造边界基本上未发生太大变化；但对于各块体

的构造属性、相互关系及其地质演化过程，特别是

扬子西缘元古代大地构造格局等，还存在不少争

议，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水平

能力有限，认识尚存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同行专家

批评指正。

致谢：在《四川省区域地质志》研编过程中始终

得到李廷栋院士、肖庆辉研究员、丁孝忠研究员、刘

勇助理研究员和庞健锋助理研究员的关注和指导；

潘桂棠研究员对四川省大地构造单元划分提出了

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编辑老师对本文修改提

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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